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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记者 王继兵 刘俊礼）昨
日，市委书记吴天君带领市直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登封察看抗旱种麦工作。他
强调，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旱灾危
害，按照全力抗旱、保麦播面积、保饮水
安全、保受灾群众收入的“一抗三保”要
求，依托网格化管理，抓好各项工作措
施的落实，努力把旱灾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限度。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干旱，全市大部
分地区耕地失墒严重，给秋耕秋种造成
严重影响。据统计，我市受旱耕地面积
129.35 万亩，其中缺水缺墒 88.71 万亩，
轻旱 79.75 万亩，重旱 49.6 万亩，无抗旱
条件面积 36.55 万亩，因旱饮水困难
81800 人，牲畜 17324 头，河道断流 20
条，水库干涸35座。整体旱情呈现夏秋

冬连续发展态势，干旱区域集中，特别是
登封、荥阳、新密等县市的山区和丘陵地
区旱情较重，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
影响。

吴天君轻车简从，深入登封市的
水库河渠、田间地头，亲切慰问奋战在
抗旱一线的干部和群众，详细了解储
水调水、旱情墒情、秋收麦播、人畜饮
水等方面情况，现场帮助协调解决抗
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并深入君召乡
南洼村村民李龙店家中，察看存水存
粮和生活情况。

吴天君指出，这一轮旱情持续时间
长、范围广、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影
响大。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旱灾的
危害，把抗旱工作作为当前的首要任
务，按照全力抗旱、保麦播面积、保饮水

安全、保受灾群众收入的“一抗三保”要
求，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加大各项
工作力度，努力使旱灾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限度。

吴天君就如何做好当前抗旱救灾工
作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树立抗大旱、抗
长旱、持续抗旱的思想准备，全面摸底
排查，澄清底子，完善工作方案。要利
用网格化管理，对干旱造成的危害、带
来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减产绝收情况
和受灾群众缺水缺粮情况要摸清底
数，分类制定救助方案，确保群众有水
喝、有粮吃，基本生活有保障。二是坚
持技术性措施和工程性措施并重，千
方百计扩大麦播面积。要组织和发动
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抗旱工作，积极开
辟水源，调整小麦品种，最大限度扩大

麦播面积。三要着眼于长远，针对丘
陵山区地薄干旱的特点，深入研究适
合丘陵山区的农业作物和种植模式，
统筹群众收益和生态保护，大力调整
种植结构和生产方式。四是千方百计
解决好受灾群众的就业增收问题。要
加大培训和组织力度，切实帮助受灾
群众就业，对连续三季粮食减收的群众
要确保每户有一个劳动力实现二、三产
业稳定就业，确保困难群众收入有来
源、生活有保障。五是强化各级各部门
抗旱救灾责任。以网格为单元，层层落
实“一抗三保”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水利、农业、气象、农机等有关部
门要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密切配合，搞
好服务，努力打好这场以“一抗三保”为
重点的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张丽霞 通讯员 孙
新伟）中心城区13座变电站落地建设
取得新进展：二七商圈两座变电站月
底将全面开工，预计明年迎峰度夏时
投入使用。

为满足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及大量
新建商业区、居民区所带来的用电需
求，中心城区13座变电站落地建设被
列入市政府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变电
站建设工作成为市委、市政府“十二项
专项治理工作”之一。目前，二七区
110 千伏京广变电站和 110 千伏广场

变电站前期准备工作即将就绪，10 月
底将进入施工阶段。

郑州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孙岿表
示，将组织精干力量，科学部署，合理
安排，加快京广变电站和广场变电站
建设，确保两座变电站明年迎峰度夏
时投入使用。此外，原计划今年开工
的其他 11 项工程，一旦落实，将全力

以赴，克难攻坚，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据悉，位于火车站西广场南的京

广变电站供电范围为京广铁路以西、
大学路以东、建设路以南、陇海路以北
区域，变电容量 2×6.3 万千伏安。广
场变电站位于二七区福寿街东、共建
路北，供电范围为二七塔周边区域，变
电容量2×6.3万千伏安。

二七商圈月底开建两座变电站
预计明年迎峰度夏时投运

吴 天 君 在 登 封 察 看 旱 情 时 强 调

高度重视旱灾危害
全力以赴做好“一抗三保”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昨日下午，我市
召开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会
议总结通报全市第十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阶段性成果，安排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改革
的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郭锝昌主持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金献通报了

第十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本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市再削减
233 项行政审批，由 363 项削减保留至 141
项，削减率为64.2%，市级审批职能部门由
47个减少到40个；审批环节由937个压缩
至 390 个，压缩率为 58.4%；办结时限全部
控制在 7 天以内，总承诺办结时限缩减至
574 天，缩减率为 79.5%；下放审批事项 52
项，出台了“1+9+8”改革配套文件。保留
的审批事项数量不仅在中部地区最少，改
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细，均为历
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最。

马懿要求，要充分认识深化改革的重
要性，进一步强化“一把手”责任。各县
（市）区负责人要亲自抓部署、抓协调、抓监
管、抓落实，带动形成一级对一级负责、一
级支持一级，责任、有序、高效的工作格
局。二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要把改革与
正在开展的“为民务实清廉”教育实践活动、

“一学三促”活动结合起来，以作风转变带动
改革进程，尽快形成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
改革成果，实现教育实践活动和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的互促互动。三要固化一批改革成
果。要尽快向社会发布白皮书，接受广大民
众的监督，促进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公开化，
形成具有郑州特色的行政审批新局面；要保
持连续性，既要吸纳前九次改革的好经验、
好做法，也要坚持用新理念、新防范来解决
新问题；要逐步探索对郑东新区、经开区、高
新区实行审批“直通车”，有效提升内生动
力和市场竞争力。四要严格实施监管考
核。要发挥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六位
一体”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推动改革发展；要将改
革纳入市政府年度目标考核，作为各级各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考核和依法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

马懿强调，新的审批事项和审批机制开始运行，标志着第十轮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进入实战阶段。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
的态度，精心组织学习，关注关键环节和难点问题，积极完善、提
升，为全面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加快以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统
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市政府秘书长王春山出席会议。 （相关报道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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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
市长马懿主持召开全市重大招
商引资项目统筹协调推进工作
领导小组第五次例会，听取前四
次例会决定事项督查落实情况
和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
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金献，
市委常委、副市长薛云伟，市政府
秘书长王春山等出席会议。

你想了解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在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进程中的历史文明、人文
地理、风土人情吗？你想知道那些穿越时空
的“郑州记忆”吗？你想感受8000年裴李岗
文化、5000年黄帝史诗、3600年不间断城
市进程史吗？我们带你一起“重读郑州”。

大型系列报道 十三之

无论你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郑州老居
民，还是移居郑州的都市新人，你对脚下
这片土地的亘古与前世了解几何？在它
厚厚的古遗址下，沉积着怎样的金戈铁
马、灿烂文明？近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
晚报协会2013年会长会议上，“郑州：中
华民族最早文明之地”引起全国晚报总
编辑的极大关注和共鸣，也成为会议之
外热议的话题。郑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
人重新认知和再次打量。中原报业传媒集
团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
网、《中原手机报》和所属媒体官博、微信
及全媒体集群，开设“重读郑州”栏目，以
此梳理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在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进程中的历史文明、人文地
理、风土人情,以及穿越时空深处的一个
个“郑州记忆”。本栏目将追溯郑州夏商周
文化之绝唱，对话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
仰望5000年的黄帝史诗、追寻3600年的
不间断城市史……历史长河之灿若繁星。
栏目将带你重读郑州、发现郑州、认识郑
州，激发你热爱郑州、奉献郑州，找寻郑州
人心中最软的情怀，释放郑州正能量，打
开历史记忆之窗。“重读郑州”，破译八朝
古都历史宝库的层层密码。古老的城市
之光，穿越风尘，照耀未来。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本栏目面向广大市民征集相关素
材。你可以将精彩的故事（2000 字以
内）写好后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为我
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会派记者前去采
访。栏目刊发文章将结集成书出版，同
时我们也征集对本报已刊发过的人文
地理拍成微电影（10分钟以内）的爱心
企业和个人。所拍微电影将在中原报业
传媒集团全媒体集群播放和报道。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我们需要你
的分享。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们，电话：67655583 邮箱：zzrbszbb@163.
com QQ：15361384 微博：http://weibo.
com/zzwanbao 微信：zhengzhouwanbao

众所周知，郑州新郑是黄帝
故里，提起黄帝的丰功伟绩，自
然少不了其夫人嫘祖灿烂夺目
的那一笔。传说黄帝元妃嫘祖
开始种桑养蚕、缫丝制衣，解决
了当时人们的穿衣问题，被后人
尊奉为先蚕之神、中华圣母。至
今，在新郑西南的具茨山轩辕庙
中还供奉着嫘祖——老百姓尊

称其为“先蚕娘娘”。
上世纪80年代，郑州荥阳青

台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
丝绸实物，这一重大考古成果，
使嫘祖“育蚕、取丝、造机杼作
衣”的传说在郑州得到实证。

青台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广
武镇青台村东，2013年5月，被国
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该遗址一
个婴儿瓮棺内，考古人员发现了
残存的碳化丝织物。经鉴定，这
些丝织品的年代距今约5500年，
是我国最早的丝绸实物。青台
遗址出土的古丝绸是用多粒蚕
茧缫制加工的长丝（即合成的丝
束），颜色为浅绛色，显然当时人
们已经掌握了复杂的“治丝”技
术，并已经采用了炼染工艺进行
织物着色。

在青台遗址，还发现了不同
规格的平纹麻布实物，麻纱直径
较细，密度较高，经纬线整齐均
匀。这些与纺织有关的考古成
果，充分说明青台先民的纺织技
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并由此印
证着郑州在中国古代纺织技术
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纺织是人类继缝制兽皮树
皮御寒遮羞之后的重要发明之
一。它是随着定居生活以及原
始农业、家畜饲养业、陶器制作
等手工业发展而萌发的。所以，
纺织技术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
明的重要标志。

（下转二版）

郑州——中国丝织技术的肇始之地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苏瑜

腰机织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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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 丁友明）
昨日绿城气温持续走低，但秋日
阳光依然洒满商都。带着喜悦和
欢笑，来自巩义的 187 名离退休
老干部早早来到郑州，参观中原
西路生态廊道、文博森林公园、华
南城和鸡王新型农村社区，一路
走、一路看、一路赞。

早上8时，正值早高峰，中原
路上满满都是车流和人流，汽车
的轰鸣声、电动车的喇叭声、自行

车的铃声……可一走进中原西路
生态廊道，明明仍在同一条路上，
可仅仅隔着一道绿化带，喧嚣声
却骤然减退，让人感觉突然换了
天地。漫步在廊道小路上，风轻
云淡，放眼望去，深的、浅的、浓
的、淡的……目之所及都是满满
的绿色，简直让人忘了已是深秋。

“快看，快看，这一侧种的都
是银杏树，全是‘活化石’啊！”

（下转二版）

巩义187名老干部“三走进”逛绿城

“看郑州巨变
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本报讯（记者 李颖 丁友明）
23 日，郑州老年摄影学会会员参
加“三走进、三郑州”主题活动，实
地感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喜人成
就。他们沿中原西路生态廊道、
郑州文博森林公园，来到新密来
集祥和王堂社区、祥和桧树亭社
区以及新密岳村镇五星社区。一
路走来，手中的相机就没舍得放
下，一花一石、楼宇社区都成了他

们拍摄的对象，用手中相机记录
美丽郑州。

“公交在港湾，辅道在两边，
行人在中间”，中原西路生态廊道
的人性化设计给原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立兴留下深刻印象：“廊
道中不仅有人行步道、自行车道、
公交港湾，沿途还设有服务中心，
这些人性化设计显示了设计者的
智慧。” （下转二版）

摄影人“三走进”一路拍不停
用镜头定格美丽郑州

本报讯（记者 朱华）昨日，我市
召开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分析
当前新形势，研究具体新举措，对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生态体系
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加快推进郑州都市区水生
态体系建设。

市领导王璋、王林贺、赵武安、
吴忠华、李玉辉出席会议。

当天上午，与会代表先后对新

郑市郭店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郑东新区象湖治理工程，中牟县国
家农业公园生态水系工程、鹭鸣湖
水系治理工程、三刘寨灌区节水配
套改造工程、贾鲁河生态水系综合
治理工程等进行现场观摩学习。

在下午召开的会议上，副市长
吴忠华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部
署。省辖市市长级干部王林贺对林
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市委副书记王璋在总结讲话中

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牢固树立大水利战略，努力提升全市
水利工作新水平。结合我市实际情
况，具体要做到“六个坚持”：一是坚
持生态优先，以生态水系建设引领全
市生态文明建设。二是坚持城乡结
合，树立“全域水系”理念。水利建设
要着力服务城镇建设，提高水利效
益；着力服务产业发展，发展水利产
业；坚持全域规划，扩大水利范围。
三是坚持综合治理，（下转二版）

我市部署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

树立大水利战略 提升水利工作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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